
细密的春雨如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笼
罩着四野，雨滴敲打着路边的岩石，发出
嘈杂的混响。汽车缓慢地行于崎岖的山
间，时而密林蔽顶，时而云雾相随，时而雨
打车窗，时而九转迂回，近半小时的蛇行，
终于来到了位于大山深处的梅洋村。

一条梅洋溪蜿蜒在深谷，村庄坐落
在幽谷两侧。几座简朴的小桥横亘在溪
上，两条曲折的小径顺着溪流的方向贯
穿于山谷，成为连接乡村的主道。进入山
村首先看到的是一座虽狭小却颇有内涵
的文化公园，依山傍溪，长廊曲径，草木
葱茏，枝繁叶茂，环绕着公园种植着一圈
梅花。枝头上的梅花一串串一簇簇开得
正艳，她不惧寒风不畏细雨，在青山翠谷
间、在绿树婆娑间、在凛冽寒风间，面对
着漫天乌云、面对着青山绿水傲然绽放，
向大自然散发着浓郁的芬芳，展示着柔
美的身姿，挥洒着凛然的正气。

原先细密的小雨渐渐地小了，变成
了缥缈飞洒的雨丝，撑起一把碎花小
伞，漫步在溪畔蜿蜒的乡间小道上，一

行行梅花树掩映在乡居中。这边门前院
落里左右两株梅花枝头高悬，给朴实的
农居增添了诗意的韵致；那边土坡上八
九株梅花散落在山间，层层叠叠带来立
体的层次感；左侧连片的农舍间几株红
梅白梅杂糅交替，与门框上簇新的大红
楹联相互映衬；右边山溪对面三两枝红
梅从低矮的围墙中探出头来，向过往的
行人展露出欢快的笑靥……

徜徉在这落英缤纷繁花似锦的山
道，尽情观赏着眼前梅花绽放叶尖滴翠
的盛景，脑海中竭力搜寻着记忆深处储
存的先贤们吟咏梅花的金句，比如，王
维的“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元稹
的“一枝方渐秀，六出已同开”……而其
中我觉得写得最有韵致的当数王安石
的《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一边孑行于
梅花夹道的山径，一边揣摩着这首梅花
诗，倏忽间从内心深处油然生发出一种
情愫：这首诗中所描绘的景致所蕴含的
意境，似乎与眼前所见到的花境所闻到

的暗香有着几分不谋而合的重叠。
梅洋是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乡

村，自古就有种植梅花的历史，如今村
中树龄在百年以上的老梅树尚有数十
株。冬春时节梅花傲然绽放的花期里，
这儿便成为一片花的海洋花的世界，至
今乡村中还流传着“梦仙指路、筑舍植
梅”的古老传说。

如果从高空俯瞰，从入村开始的上
万株梅花乃是沿着梅洋溪两岸一字排
开接二连三散乱地生长着，而到了村后
的梅溪潭，周边一大片平缓的坡地上，
旺盛的梅花成群成片地簇拥在一起，相

邻相依相伴相随相亲相爱相辅相成地
组合出偌大一片气势宏伟的梅园。这儿
还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称：梅林花
海。紧挨着花海有一座梅溪书院，古朴
的外观、沉郁的气象、书香雅韵的环境，
令人生发出坐拥梅林环绕春风展卷阅
览气象万千的逸致。

细细的雨丝渐渐地停了，浓浓的乌
云渐渐地散了，一抹强劲的阳光从云层
间透射出来直刺大地，奔腾的梅洋溪反
射出一道道折光，映照在两畔的梅树
上，使得色彩斑斓的梅花彰显出更加明
丽更加妩媚的容颜。

“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一朵忽
先变，百花皆后香。”初春时节的梅洋村
春色满园，闲步山乡尽览梅花盛景，沐
浴着习习春风，感悟着浓浓春意，令人
激发出一腔热血一股豪情，对这座鲜花
盛开的诗意浓郁的村庄也就产生了些
许牵挂与留恋，便遥想着等待明年梅花
绽放的时节，再来一睹乡村的风采，再
来欣赏梅花的绰约。

古村寻梅
□周 琦

初春，徜徉在泉港的古村老巷，寻
觅端月的音讯。

这个时候，还没有习习暖风，也没
有锦绣花色。但蒙蒙细雨中，我感受到
了弥漫的泥土芳香。我在泥泞的小路
旁，发现了草儿冒出的小绿芽，还有枝
头悄悄结出的苞蕾。我似乎听到了春的
声音，脑海开始笔锋旋转，水墨层叠。

突然间，雨就大了，越下越大。为避雨，
我贸然闯进了庄炳文的北管传承中心。

就这样，遇见了北管，遇见了庄炳
文。

此时，庄炳文正领着一群穿着蓝白
相间校服的孩子在排练。我悄悄地在一
旁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镲钹开
场后，十几个人的乐队，吹拉弹唱，移宫
换羽。委婉优雅的旋律，把我拉入到音
乐的意境中：采莲的小船，已经划到了
水中央，小船在微风中摇摇荡荡，阳光
下有鲜艳的荷花，还有水里摇头摆尾的
小鱼儿……孩子们很投入，在那一张张
稚嫩的脸上，我看见了欢喜、敬畏。

演奏完毕，孩子们静静地听着庄炳
文的点评，而后静静地退到了观众席。接
着，庄炳文又招呼后台的老艺人们入场。

十几位身穿红色团花汉服的老人各
就各位，他们手持乐器，恬淡而平和地等
待着坐在首席的庄炳文“发号施令”。

现场鸦雀无声。
“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嗒 ！嚓 、嚓 、

嚓 ……”忽然间，清脆激昂的开场响起，
节奏明快。

随着庄炳文手中的响板和高音板

一张一合一上一下一起一落，抒情放
怀、欢畅热烈的乐曲合奏如长河水般奔
腾而来，明媚丰盈，开阔悠长。

音乐的魅力无以言传，我知道我被
它击中，并瞬间被带回到遥远的时空。
我双手按住胸口，尽量让急促的心跳平
缓下来。脑海里纷至沓来消逝千年的声
音和景象，就像窗外的春雨，绵绵不绝。
我忘了我是谁，我穿梭在霓裳羽衣中，
聆听远古时代的脉跳……

乐队的“灵魂人物”庄炳文，双眼微
眯陶然而醉，沉稳掌握着乐队演奏的强
弱快慢，让流光飞舞，岁月沉香。

曲终，刚刚台下凝神屏气的孩子们
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像一群
快乐的小鸟……

老艺人们演奏的是北管传统曲谱
《六串》。

北管是流行于泉港地区的丝竹民
乐，源于江淮，盛于泉港。当初或由商旅
带入，或随南迁同往，经一代又一代艺
人演绎，南腔北调，融合渗透，渐渐形成
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综合性乐种，素有

“天子传音”“古音乐博物馆”之美誉，
2006 年以“泉州北管”之称列入首批国
家级“非遗”名录，与“古音乐活化石”南
音并称为“姐妹花”而声名远播。

“非遗”专家刘锡诚有过这样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
代相传的精神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脉，
民族绵延的基因，民族精神的载体。”

可是，岁月更迭，时代变迁，人们的
文化生活方式日渐多元，薪火相传的“天
子传音”，也难逃日渐式微之命运：传抄
谱册流失，乐器毁损，后继无人……过去
人人都会吟唱的北管，如今只在少数长
者中流传，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瑰宝，更
常出现在人们酬神了愿的行列中。

这让许多“北管人”失落，痛心，着
急！痛定思痛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有识
之士，自觉自愿地加入了抢救、发掘、保
护、传承、弘扬的队伍……

我遇见了这个队伍中的庄炳文。
他是“泉州北管”省级传承人，一个

“听到北管乐响魂就被勾了去”的人，一
个为北管而活的人。

庄炳文生长在这片北管繁盛的土
地上——

五十年前的某一天，山腰有个小阿
仔，被村里理发铺里传来的美妙音乐吸
引。从此，每日每夜，聚集在理发铺吹拉
弹唱的人们，都会看到那个瘦弱的小阿
仔，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痴痴地站
在门口听北管，任凭阿妈千呼万唤，那
个坚定的小身影，都久久不肯回转。阿
妈无奈：“这刀仔，魂被勾了去。”

后来，这个叫作庄炳文的小阿仔，
师从国家级北管传承人庄能宗。他十岁
登台表演，十三岁随当时的晋江地区北
管代表队参加省第二届“武夷之春”音
乐会崭露头角。由此，庄炳文被选入惠
安县高甲剧团，又师承鼓乐名师张庭法
勤学苦练……

老师告诫他：“鼓头”是整场戏的灵
魂所在，乐队中的头首，前后台演出的
总指挥，所以，必须融会贯通吹拉弹唱
和各种角色的演技。

那些年，在剧团，不论是作为“司
鼓”的庄老师，还是作为领导的庄团长，

庄炳文都干得风生水起。
但是，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是古

老的北管旋律，他敬惜它，记挂它，他想
将它保护好，传承好，不让这朵文明之
花凋零。

于是，他回到了家乡。
他创办各种公益性北管培训班，免

费为愿意来学的人敞开大门。二十年
来，他硕果累累，桃李满园。

他组建北管艺术团，既走基层、进
社区公益演出，与其他北管乐社交流互
动，切磋技艺，更参与各种大型活动和
闽台文化交流。

他编教材、进学校、登讲坛。为传
承，殚精竭虑，倾心付出。

妻曾调侃他：“别人的男人是赚钱
养家，你是扒家里的钞票贴北管。”“一
听到北管，魂就没了。”不过，牢骚归牢
骚，同是艺人的她，从来都是夫唱妇随，
和如琴瑟。她懂他，犹如他懂北管。

原生态的北管，只有江淮民间音乐
一种小曲，演奏起来比较单调。庄炳文
想：如果把北管和鼓乐戏剧结合在一

起，重新进行曲目创作，就可以让北管
走向现代舞台，便于大众接受。于是，凭
借数十年舞台生涯对梨园高甲芗剧的
感知、对吹拉弹奏的把握，庄炳文结合
自己司鼓的特长，大胆在北管演奏中配
入了打击乐，加入各种声部等演奏技
巧，并精心设计表演服饰，把北管曲谱
表演合奏搬上舞台。

经他重新创作加工的《六串》《判宗
台》《昭君出塞》《梅花三弄》《赏月光》

《北管韵》《过台湾》等曲目，有了和鸣，
有了魂魄，有了主旋律，五音六律，急管
繁弦，传统而时尚，令人耳目一新。

台湾艺人惊喜地说：“好像在听一个
交响乐团演奏！”这让庄炳文很有成就感。

更 让 他 振 奋 的 是 ，他 组 织 指 导 的
北 管 音 乐 方 队 ，上 了 猴 年 春 晚 的 舞
台 ——“天子传音”登上了国家级的艺
术殿堂！

“非遗”的烨烨华彩，穿透沧桑时
空，让这一方水土充满文化味和历史厚
重感，它沉淀在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处，
留下无限的乡愁和记忆。

前世之宝，后世宝之。庄炳文说，政
府很重视“北管”这张文化名片，泉港的
北管乐团有很多，艺员也不少，传承路
上不孤单。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
加入进来，很欣慰！

“非遗”是人类的活态灵魂，看不见
摸不着。活态保护关键在传承人。庄炳
文感觉肩上的担子很重。但，再困难，他
都会咬牙坚持，以传承北管为己任。他
心里明明白白，有了传承，才有发展，有
希望，有美好。

在春光里遇见
□黄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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炊烟是一群快乐的孩子
炊烟自有炊烟的幸福
在炊烟的眼里
木屋温馨，烟囱温暖
天空就是一个辽阔的庭院
暮色四合，鸟雀归巢
这是激动的时刻
一缕炊烟跟上另一缕炊烟
炊烟在空中追逐，炊烟在空中喧闹
屋里饭香诱人，灯火可亲
农家的幸福简简单单
现在回想起来
炊烟是一群多么快乐的孩子

我是一缕被风吹散的炊烟
我一生的努力都在往回走
在寻找一个村庄
寻找一缕
跟我相似的炊烟

村庄里的麻雀
一辈子爱一个村庄
爱一棵树
一群娃

也有翅膀
但不是为了飞翔
是因为忙碌
最远的远方是山地、丘陵、沼泽和农田
活着，忍不住多嘴
老了，就避开家人，找一个偏远的地方
跟时间对视
自己把自己掩埋

早出道个别
晚归是一曲牧歌
乡村古老的仪式，麻雀一直在坚守
见面作揖，互道安好
说的是乡音，唱的是怀旧的民歌

暮色里
几只麻雀绕空低飞
给一排缺少人烟的屋舍
增添生气

钓台夜月
适合一人，一舟
一壶酒，一船闲愁

斟一杯酒
与传说中的古人对饮
讨教垂钓之术
讨教如何用一根钓竿
垂钓一世功名
如何从一滴清露中
钓出满江清辉
锦绣华章

再斟一杯
与自己对饮
舀一勺李白的明月
夹一口苏东坡的赤壁赋
歌一曲曹孟德的短歌行
直至无语
泪流满面

饮尽最后一口
饮不尽这千古的愁

路边的芒果
这些长在路边的芒果
这些小小的人
小小的尘世
小小的悲欢

泥水里滚爬，烈日下烘烤
皮肤黄里透红
笑容憨厚，目光腼腆
哥哥带着弟弟
姐姐拉着妹妹，从枝叶走到枝干
从枝干走上枝头
苦孩子，风雨同舟
拼死突围

一个跟着一个
一声惊呼紧接着一声惊呼
生命高贵，身子卑微
撞身取暖
取人间小小的回响

这些芒果
被命运堵在了路边
他们找不到出路
他们蓬头垢面不管不顾的模样
每一次照面
我都差点喊出自己的乳名

爱上缓慢的流逝
爱上一切缓慢的事物
比如，无可救药，爱上一辆单车
老式的，漆面剥落，有怀旧的面孔
世界在奔走，但我们不急
慢处有风景，抬头云淡风轻
比慢更慢的是出神与发呆
时间露出缝隙
我在前尘往事里行走
一一原谅曾经恨过的人
对生命一再感恩
人过中年，双亲已安顿在天上
身子轻盈，灵魂干净
小孩羽翼渐丰，有自己的前程
尘世广阔，人事苍茫
余生已短
我选择耐心与缓慢
爱够人间的亲人

我是一缕被风吹散的炊烟（五首）

□叶发永

上面是淡蓝色的天空，下面是深绿
色的溪水；中间部分，左侧浓绿的一团两
团的龙眼树，再过去是被早晨的阳光染
成金色的人家的房屋——几落苫着黑瓦
的石头房子。舍弃了桃花——沿岸早开
的桃花正灼灼地开放，舍弃了云彩——
那一面天空云霞满天，把一切喧哗与躁
动祛除，只留下宁静与简朴，也许这才是
生活的本质。没想到平日看上去平淡无
奇的坝头溪畔，竟有如此美妙的一景。

这一条溪流，曾经行走过舟楫，船
行上下，渔歌互答——据说可以上溯到
更远的山里面，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
了。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自然的伟力把
一切改变。现在溪中还可以看到舢板，
只不过它是捕鱼人自己制造的仅容两
个人坐下的铁壳小船罢了。

溪上游一座长长的石板桥，有稚嫩的
童声从那里响起，三五成群背着书包的学
生娃，互相追逐着，跳着跑着走过桥去，清
脆的笑声同潺潺的流水声互相应和，交织
一起。春耕开始了，有农人扛着犁、吆着牛
过溪去翻耕土地，剪影落在桥下、落在溪
里，颤动着画在水面上。桥那边的庄稼地
里，有戴着黄斗笠、穿着红衣裳的妇人在
田间劳作。这样的情景犹如一张彩色画
卷，配合着舒缓的音乐徐徐展开。

每个早晨或傍晚，骑车从这里经过，
可以看见有妇人站在溪畔那几落房屋露
台铁栅栏那边，把小桶从上面放到溪里去
打水，溪水清冽，可以洗菜，也可以洗涤衣
物和用具。你看那露台上面，有衣物挂在
绳子上迎风飘荡，看来女主人是个很爱干
净的人，家里一定也收拾得清爽利落。

沿岸都是农家，除了去田里，每个
晨昏，他们准时在露台上出现，或者吃
饭，或者乘凉。悠闲地坐在那里，仰望天
空，看云彩出没；估算下一个日子的天
气，作为出行或农事的参考；站起来，俯

瞰眼前的这一条溪流：岸边的春天的杨
柳，在水里照着婀娜生动的身影。树下
台阶上，有人坐在那里浣衣，看见熟人
免不了隔着溪岸喊几句，话语欢快地在
水面上飘来飘去。这一段溪水较深，没
有人会到这里来游泳，尤其是这样还有
点微冷的闽南的春日。有从这里经过的
白鹭，要到田野里去捡食虫子，落到溪
边歇一下脚，羽毛洁白光滑，像王子一
般在溪边从容踱步。还有野鸭子，初看
以为是谁家的小鸭子，在水面上悠闲游
动。心想，怎么会是独一个？正疑惑。它
发现你在看它，呼啦啦掠过水面，一下
子飞起来了。这才想起，只有野鸭子才
有这样的本领。再想去看，它已经远远
飞走了。春天了，溪中一切生命都停止
了蛰伏，又出来活动，让你在一片桃红
柳绿中再次捕捉到它们的身影。

如果有闲心，还可以在露台上支起
棚架种一架葡萄，炎炎夏日可以在下面
乘凉，看叶影斑驳。如果有闲心，还可以
往水面撒下几粒饭团，喂溪中的鱼儿，
不一会儿，就有溪鲫围拢过来争着剥
啄。这时候，你觉得这一条溪里的鱼儿
全是你的了，快乐之情油然而生，在心
里一圈圈荡漾开去。

下班的时候，从纷乱的俗事中挣脱
出来，站在春天的坝头溪畔，让你心境
安适，心房里充溢着难得的获得感。

春天来到溪畔
□李集彬

看到这棵长在大石壁上的松树，一
时让人失语。这是多顽强的生命呵，才
能一辈子站在大石壁上与石共舞，直到
地老天荒。

眼前这棵高不过五尺，只有碗口粗
的松树，除了雨露，只有坑中那浅浅一
抔黄土，便是它赖以生存的全部。然而，
它依然挺拔着身躯，四季常青，就像嵌
在石壁上的不化金身。

见过无数破崖而立的松树，也见过
挂在悬崖边的松树，唯独没见过这样孤
独而无助的松树。那些破石而立的松树，
它们起码身边还有同伴，可以肩并肩前
行，一块遮风挡雨，共抵风霜；而且它们
脚下也都有罅可寻，有缝可钻，石壁之下
便是沃土，甚至石壁本身就是沃土，树荫
之下，根连根，连成一片松树的世界。而
眼前这棵松树，它被框在石壁上一个小
小的凹坑中，光滑的大石壁上根本无从

下手，只能一辈子盘在石壁上，像一尾鱼
被装进瓶里，无路可去，与世隔绝，永远
被锁在石壁上。坑中这抔黄土，比一盆花
泥还少。这座小山般的岩石，是它永远的
道场，一日日，一月月，它必须以愚公般
的耐心去等待，或许等到石头开花那天，
一切才会有转机。不过，这天方夜谭般的
希望只有在童话的世界里才会出现。

雨天还好，起码不会焦渴。但亚热带
的闽南，高温是常态。每年都有半年时间

是在焦烤中熬过，它必须在火炉般的石
壁上煎熬到雨水来临。然后喝足一顿雨
露，就必须熬到下一个斜风细雨的日子。
或许三五天，或许十天半个月，或许三五
个月，谁也摸不准老天爷的脾气。每棵树
的身体里都刻录着大自然的气象年份，
石壁上这棵瘦小的苍松，它螺旋般的纹
理，是对每个年份气候尤为细密的刻录。
盛夏烈日时，石壁就成了炼炉。高温笼罩
的石壁上，几乎成了生命的禁区，它光滑
的表面甚至看不见一棵草。只有这棵苍
松一枝独秀，成了绝壁上的独唱。

眼前这碗口粗的苍松，如今没有人
能说清它的树龄，或许它超过许多参天
大树的年轮，甚至连这块光滑的石壁也
忘了它的春秋。天长日久，它们忘了风
霜，忘了酷暑，甚至忘了岁月。它们在四
季相持中和解，在和解中相持，演绎一
曲松石共舞的绝唱。

与石共舞
□黄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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